
书书书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生 态 学 报

$%&$ ’%()(*+%$ ,+-+%$
./01 !"，-/1 "
2301 ，!##"

!""#：$ $ %%%& ’()*)+,(-& (.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资助项目（!##45$6785#7#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资助

项目（<=%>:?,@?97;）

收稿日期：!##4?#;?#"；修订日期：!##"?#A?!9

作者简介：肖复明（78"! B ），男，江西泰和人，副研究员，博士生，主要从事森林资源培育和森林生态研究1 ’?CDE0：FGGED/H3CEIJK 74:1 L/C

!通讯作者 %/MMNOP/IQEIJ D3RS/M1 ’?CDE0：HDIOSK ELTM1 DL1 LI

致谢：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和湖南会同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基金的支持，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

生态实验站邓仕坚、张秀永、于小军、申正其等参与了部分数据采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0.1-",). ,"’2：&SN PM/FNLR UDO HEIDILED00V O3PP/MRNQ TV -DRE/ID0 <NV WM/FNLR H/M ’0NXNIRS YEXN ZNDM W0DI，%SEID （-/1 !##45$6785#7#9 ）DIQ

-DRE/ID0 -DR3MD0 ,LENILN Y/3IQDRE/I /H %SEID （-/1 :#!"#!4;）DIQ <I/U0NQJN +II/XDRE/I WM/FNLR /H %SEINON $LDQNCV /H ,LENILNO （-/1 <=%>:?,@?

97;）

3’(’,4’1 1-"’：!##4?#;?#"；5((’#"’1 1-"’：!##"?#A?!9

6,)+7-#!8：>+$( Y3?[EIJ ，WS1 61 LDIQEQDRN，$OO/LEDRN PM/HNOO/M，CDEI0V NIJDJNQ EI H/MNOR OE0XEL30R3MN DIQ H/MNOR NL/0/JV1 ’?CDE0：FGGED/H3CEIJK 74:1

L/C

毛竹（!"#$$%&’()"# *+,-&)-.&）、杉木（/+..0.1"(20(
$(.)-%$(’(）人工林生态系统碳贮量及其分配特征

肖复明7，!，范少辉7，!，汪思龙:，熊彩云!，张\ 池9，刘素萍:，张\ 剑:

（71 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北京\ 7##7#!；!1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南昌\ ::##:!；

:1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沈阳\ 77##74；91 湖南省会同县林业局，会同\ 97;:#"）

摘要：研究比较了湖南会同林区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碳含量和碳贮量分配特征，结果表明，7A 年生杉木各器官碳含量在

9"1 7A] BA#1 9:]之间，不同器官碳含量高低依次为树干、树叶、树皮、树枝、树根；毛竹不同器官碳含量波动在 991 A7] B

98^ 87]，各器官碳含量高低依次为竹鞭、竹枝、竹叶、竹干、竹蔸、竹根，但是毛竹不同器官碳含量与年龄之间没有明显变化规

律。林地土壤 : 个层次（4#LC 深）碳素含量为 #1 "94] B!1 :8#]，各层次碳素含量分布不均，表层（# B !#LC）土壤碳素含量和

碳贮量最高。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碳贮量分别为 7441 :9R%·SC _! 和 7A#1 78R%·SC _!，并且其碳贮量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

致，土壤层是主要部分，其次为乔木层，林下植被层和凋落物层所占比例最小。其中，毛竹林土壤层有机碳贮量占 ;:1 8!]，乔

木层占 7A1 :;]，林下植被和凋落物层分别占 #1 :;]和 #1 :!]；杉木人工林土壤层碳贮量占 4!1 #:]，乔木层占 :91 88]，林下

植被和凋落物层分别占 #1 "#]和 !1 !;]。另外，碳贮量在两个树种各器官中的分配，基本与各自的生物量成正比例关系。从

植被年固定碳量来看，毛竹林为 81 89 R%·SC _!·D _7，相当于年固定 %(!量为 :41 99 R%(!·SC _!·D _7，是杉木林的 71 :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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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UG浓度上升引起的温室效应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变化已成为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研究的

热点问题。作为全球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森林生态系统中储存了陆地生态系统有机碳地上部分的

QEN ，地下部分的 MEN ［D］，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对现在及未来的气候变化、碳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GE 世纪

PE 年代以来，许多科学家从全球、区域或国家尺度上研究了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和不同森林生

态系统碳贮量和碳分配特征［G V DI］。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实施，正确评价森林对大气 /UG的固定能力，较

小尺度上研究某个地区、某个林种的碳平衡特征也就显得十分迫切。杉木（!"##$#%&’($’ )’#*+,)’-’）、毛竹

（.&/)),0-’*&/ 1"2+0*+#0）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森林资源，并且近年来种植面积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在各国寻找控

制或减轻碳释放途径的背景下，本研究通过对连载杉木林地上分别营造毛竹和杉木生态系统碳贮量作初步研

究与探讨，从碳贮量和碳吸存角度评价杉木多代连栽地继续营造杉木纯林和毛竹林两种不同经营模式，以期

为杉木、毛竹次生林、低产林的改造及高效率碳吸存经营措施提供基础数据，也为正确评价森林在全球碳平衡

中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估算和动态模拟提供基础数据，进而可为政府

部门制定森林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 试验地概况

研究样地位于湖南省会同县境内，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均温度 DF& KW，极端最高温和最低温分别

为 IF& MW和 S M& MW，年均降雨量为 DGEE V DMEE44，年均相对湿度在 QEN 以上，土壤为红黄壤。其中，杉木人

工林样地设在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DEPXIEYZ，GFXMQY[），海拔 GEE V KEE4，为低山丘陵地貌类型，

林龄为 DK 年生，林分现有密度为 DKIE 株 $ !4G，林分平均胸径为 DM& Q(4，平均树高为 DG& F4，造林地前茬为杉

KPBG\ B 期 \ \ \ 肖复明\ 等：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碳贮量及其分配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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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林地灌木主要以杜茎山（!"#$" %"&’()*"）、格药柃（+,-." /,-)*"0"）、草本以狗脊（1’’23"-2)" %"&’()*"）、

中华里白（4)&*’&0#-.5),/ *6)(#$)$）等为优势种的生态系统。

毛竹林位于湖南省会同县连山镇（/0123/45，6728049），海拔高为 :00 ; 300<，为 /118 年春季母竹移栽造

林，初植密度 :=8 株 $ !<6。竹林抚育为幼林期每年春天和初夏各中耕除草一次，造林前 :- 每年于出笋前每株

穴施尿素 :00 ; 380+，除挖取退笋、弱小的笋外，悉数留笋长竹，自 /111 年后进行伐竹作业并且每年冬季进行

林地垦复、翻耕等。林分现有密度平均为 6/00 株 $ !<6，造林地前茬为杉木林，林地灌木基本没有，生长季节林

下植被主要以马唐（4)5)0"-)" $"(5,)("7)$）、鸡屎藤（8"#2#-)" $*"(2#($）、鱼腥草（9’,00,.()" *’-2"0"）、蛇葡萄

（:/&#7’&$)$ "*’()0);’7)"）等杂草为主。

!" 研究方法

!& #" 杉木、毛竹生物量和净生产量测定

杉木生物量测定采用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现有杉木生长方程［/3］和样地调查相结合。6008

年 // 月在 /110 年营造的杉木林设立 : 个 60< >60< 标准地，并对标准地内杉木胸高直径和树高进行每木检

尺后，利用现有的杉木生长方程，计算出杉木生物量，并以年平均生物量增长量作为净生产量的估算指标。

毛竹生物量是在 : 个 60< >:0< 大小的样地内进行每株立竹眉径和树高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出每度竹的

标准竹，并分别砍伐!、"、#、$度竹的标准竹各 6 株，分别测定其竹杆、竹枝和竹叶鲜重，并对地下部分用挖

掘法，每个样地挖掘 3 个 /< >/ < 样方，挖出竹蔸、竹鞭和竹根，挖至无根为止，用水细心漂洗，再用筛子在水

中筛后捡出所有的根，风干后称其鲜重；各器官取样后带回实验室，在 70? 烘干至恒重，并取小样 /08? 烘

干，求算生物量。

毛竹年生产力的测定［/8］，根据所伐标准竹得到的经验方程，计算出毛竹地上部份的年净生产量，公式

如下：

3 < "()（3) = 3)=/）

式中，3 年毛竹地上部分年净生产量，()为各龄竹的株数，) 为竹龄，3) 为第 ) 龄竹的地上部干重平均值。

由所伐标准竹得到的经验方程中毛竹地下部与地上部现存量之比率乘以地上部分年净生产量得出地下

部分年净生产量，加上退笋和笋箨的年产量，再加上年凋落物量和林下植物的现存量（因每年垦挖，故以现存

量推算），即可得出毛竹林生态系统的年净生产量。

!& !" 林下植被生物量和净生产量测定

在每个标准地内分上、中、下坡位设立 /< >/< 小样方 8 个，采用全挖法实测生物量。即收集每个小样方

中全部灌木、杂草，然后混合 8 个小样方中的灌木、杂草，烘干至恒重再估算干重，同时用作分析样品。杉木林

下植被年净生产量为 6008 年与 6003 年测定之差，毛竹林由于每年垦翻，即以 6008 年的生产量为年净生

产量。

!& $" 凋落物现存量和净生产量测定

6003 年 /0 月在每个样地内设置 8 个（/< >/<）收集器，收集收集器下小样方的全部枯落物，以后每月收

集 / 次，按组分收集凋落物，并分别称其湿重后，在 @0?条件下烘干后称重，同时选取一定量的凋落物作为分

析样品。

!& %" 样品采集及化学分析方法

在测定生物量的同时，按层分组采集标准株的分析样品。树干每 6< 取 /0 ; 60+ 鲜样进行称重，枝、叶分

层（上、中、下），根系分级（按 A 0& 6(<、0& 6 ; 0& 8(<、B 0& 8(<、根头），土壤分层（0 ; 60(<、60 ; 30(<，、30 ;
70(<）然后各层（级）分别采集分析样品，土壤各层取样分上、中、下坡 : 个取样点，并在每个取样点不同位置

取 : 个点的混合样，取样点的分布基本采用 C 形，同时采用环刀法取原状土，测定土壤容重［/7］。

植物、土壤样品中碳素含量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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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贮量的计算

不同器官生物量与其碳含量的乘积为不同器官的碳贮量；各器官碳贮量之和为乔木层碳贮量；植被各组

分年净生产量与其碳含量的乘积为各组分年有机碳固定量；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枯落物层和土壤层有机

碳贮量之和为生态系统中的碳贮量。其中，土壤碳贮量的计算公式：

土壤有机碳贮量 / 土壤容重 0 采样深度 0 土壤有机碳含量 0 面积

$# 结果与分析

$& %# 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中植被碳含量及其分配

$& %& %# 毛竹、杉木各器官碳含量

不同的器官其碳含量不尽相同，从表 1 可知：杉木各器官碳含量在 23& 145 6 47& 895，各器官碳含量高

低依次为树干（47& 2:5）、树叶（2;& 435）、树皮（28& 825 ）、树枝（28& ::5 ）、树根（23& 8;5 ）。杉木树干碳含

量最高，树皮和树叶的碳含量相对要低，主要可能是因为木材中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高的原因。毛竹不同器

官碳含量波动在 22& 415 6 2;& ;15，各器官碳含量高低依次为竹鞭 （2;& ;15 ）、竹 枝 （28& 2<5 ）、竹 叶

（2<= ;95 ）、竹干（2<& <85）、竹蔸（22& 385 ）、竹根（22& 415 ）。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似，即不同树种以及同

一树种在不同地区，其各器官碳含量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变化大都在 245 6445范围之内 ［12］。

表 %# 杉木、毛竹主要器官碳含量 （5 ）

&’()* %# +’,(-. /-./*.0,’01-. 1. 2133*,*.0 -,4’.5 -3 6-5- (’7(-- ’.2 +81.*5* 31,（5 ）

树种

>?’’
年龄

@+’
树干

A"’B
树枝

C?-.(!
树叶

D’-E
树根

F))"
树皮

C-?G
竹蔸

F!,H)B’
竹鞭

A!’-"!
平均

@I’?-+’

杉木

J!,.’K’ E,?
14 47& 2: L 7& 71 28& :: L 7& 79 2;& 43 L 7& 71 23& 8; L 7& 7: 28& 82 L 7& 71 2;& 74

毛竹 9 23& 71 L 7& 7:- 2;& 8 L 7& 71- 28& :9 L 7& 71- 22& 41 L 7& 79- 22& 74 L 7& 71- 2;& ;1 L 7& 79- 23& 7;
M)K) 2 2<& :< L 7& 71- 2<& 82 L 7& 71- 2<& :2 L 7& 71- 22& 41 L 7& 79- 2:& 3< L 7& 79- 2;& ;1 L 7& 79- 2<& 41
N-BN)) < 2<& ; L 7& 79- 28& 28 L 7& 77- 22& 4; L 7& 71- 22& 41 L 7& 79- 23& 1: L 7& 79- 2;& ;1 L 7& 79- 2<& 31

8 2<& 24 L 7& 71- 28& 3 L 7& 7<- 28& 22 L 7& 72- 22& 41 L 7& 79- 22& 1< L 7& 79- 2;& ;1 L 7& 79- 23& 9
毛竹平均
M)K)
N-BN))
@I’?-+’

2<& <8 28& 2< 2<& ;9 22& 41 22& 38 2;& ;1 2<& 88

O O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L 标准误差，具有相同字母的处理没有达到显著性检验（! P 7& 74，" / 4）O Q-"- )E "!’ "-N*’ ?’#?’K’." -I’?-+’ I-*R’ L

K"-.S-?S ’??)? -.S "!)K’ %,"! "!’ K-B’ *’""’?K -?’ .)" K,+.,E,(-."*T S,EE’?’." （! P 7# 74，" / 4）；下同 "!’ K-B’ N’*)%

另外，研究也表明杉木林的平均碳含量在不同气候带或是同一气候带不同林龄，其碳含量也有差异，如苏

南地区 93 年生杉木各器官的平均碳含量为 415 。北亚热带信阳林区 9: 年生杉木各器官平均碳含量为

2<= :95 ，湖南会同林区 97 年生杉木各器官碳含量为 42& 15 ，*2 年生的为 28& 735 ，11 年生的为 23& 3;5，17
年生杉木各器官的碳含量为 23& 4<5 ［17，13］。由此可见，同一种森林类型，采用同样的测定方法，但由于其所处

的地理位置以及年龄阶段不同，各器官生长速度及其老化程度不同，各器官碳含量的算术平均值存在一定的

差异［13］，但是毛竹不同器官碳含量与年龄之间没有明显变化规律，说明毛竹各器官碳含量变化规律与一般林

木稍有不同，这可能与毛竹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规律有关。

$& %& !# 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植被层有机碳贮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从植被各部分碳贮量可以看出（表 9），杉木人工林的植被碳贮量要高于毛竹林。杉木植被碳贮量为

43= 7: "J·!B U9，是毛竹林的 9& 1: 倍，接近于我国森林植被平均碳贮量［4］（43& 73 "J·!B U9），高于温带（2:& 9<
"J·!B U9）及暖温带针叶林（22& ;3 "J·!B U9），低于全国热带、亚热带针叶林（<:& 3 "J·!B U9），这主要是因为本

研究所选的林分林龄低于以上林分平均年龄（97 6 :7-），毛竹林由于其经营方式和杉木不同，通常是隔年择

伐，因此其现存量低于杉木林。

植被碳贮量空间分布格局则因树种不同而略存在差异，乔木层是植被碳贮量的主体，杉木、毛竹乔木层

碳贮量分别为 49& 44 "J·!B U9和 94& 4; "J·!B U9，占整个植被碳贮量的 ;1& 125 和 ;4& <35 ；其次，在杉木林凋

3;39O 3 期 O O O 肖复明O 等：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碳贮量及其分配特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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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物层占 /& 012 ，比林下植被层碳贮量高 3& 142 ，而毛竹林则是林下植被层占 5& 6/2 ，略高于凋落物层 0&
32 ，这可能与毛竹林的林分结构有关。

从植被碳贮量在乔木层各器官中的分配来看，在杉木林中，树干碳贮量所占比例最大，为 75& 42 ，其次是

根系（17& /82 ），然后依次为树叶（9& 512 ）、树皮（9& 142 ）和树枝（4& 642 ）；在毛竹林中，竹干碳贮量的

所占比例也是最大（37& 992 ），竹鞭和根系次之（17& 712 和 15& 472 ），再者就是竹枝（/& /42 ），所占的比例

最小的为竹叶，仅占 7& 7/2 。另外，由表 5 还可以看出，碳贮量在不同器官中的分配基本上与各器官生物量

成正比关系，以树干生物量占的比例最大，碳贮量也最高，说明植被碳贮量主要受植被生物量的影响。

表 !" 毛竹、杉木人工林植被层碳贮量及其空间分布

#$%&’ !" ($)%*+ ,-*)$.’ */ 0’.’-$-1*+ $+2 1-, ,3$-1$& 21,-)1%4-1*+ 4+2’) 21//’)’+- 3&$+-$-1*+ ’5*,6,-’7

项目

:"’;

毛竹林 <)=) >-;>)) #*-."-",).
生物量

?,);-==
（"·!; @5 ）

比例

A’B(’."-+’
（2 ）

碳贮量

C D")B-+’
（"C·!; @5 ）

比例

A’B(’."-+’
（2 ）

杉木林 C!,.’=’ E,B #*-."-",).
生物量

?,);-==
（"·!; @5 ）

比例

A’B(’."-+’
（2 ）

碳贮量

C D")B-+’
（"C·!; @5 ）

比例

A’B(’."-+’
（2 ）

树干

D"’;
5/& 58 F 6& 30 37& 41 F 1& 45 15& 54 F 1& 15 37& 99 F 5& 19 78& /0 F 5& 38 71& 54 F 0& 51 60& 07 F 1& 64 75& 74 F 1& 30

树枝

?B-.(!
6& /9 F 0& 35 /& 30 F 0& 3/ 1& 49 F 0& 1/ /& /4 F 0& /4 9& 40 F 0& 59 4& 39 F 0& 01 3& 50 F 0& 68 4& 67 F 0& 34

树叶

G’-E
6& 14 F 0& 73 7& 71 F 0& 54 1& 38 F 0& 10 7& 7/ F 0& 66 8& 37 F 0& 60 9& 16 F 0& 11 3& /9 F 0& 50 9& 18 F 0& 54

树根

H))"
4& // F 1& // 16& 65 F 1& 45 6& 31 F 0& 55 15& 47 F 0& 04 19& /8 F 0& 41 1/& 09 F 0& 07 9& 87 F 0& 54 17& // F 0& 33

树皮

?-BI
8& 73 F 0& 30 9& 51 F 0& 06 3& // F 0& 58 9& 17 F 0& /0

竹蔸

H!,J);’
7& 7/ F 0& /3 8& /4 F 0& 36 5& 38 F 0& 10 8& 61 F 0& 31

竹鞭

D!’-"!
9& 61 F 1& 16 13& 37 F 0& 59 3& 17 F 0& 58 17& 71 F 0& 94

乔木层小计

DK;
73& /4 87& 0/ 57& 78 87& /4 107& 84 81& 1/ 75& 77 81& 85

林下植被

L.M’B=")BN
1& 70 F 0& 50 5& /5 F 0& 53 0& /6 F 0& 0/ 5& 6/ F 0& 06 5& /9 F 0& 36 5& 61 F 0& 01 1& 07 F 0& 0/ 1& 93 F 0& 51

凋落层

G,""’B
1& 63 F 0& 10 5& 65 F 0& 61 0& 76 F 0& 06 1& 8/ F 0& 05 4& 78 F 0& 07 /& 76 F 0& 06 6& 36 F 0& 19 /& 53 F 0& 67

总计

O)"-*
74& 71 100& 00 5/& 47 100& 00 11/& 53 100& 00 74& 06 100& 00

8& !" 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土壤碳含量和碳贮量

森林枯枝落叶和森林动植物残体作为土壤有机碳的主要来源，在气候、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下，林地土壤

形成了不同的层次结构，其有机碳含量和碳贮量也将随着土壤深度的变化而不同。从林地土壤碳贮量空间

分布来看，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土壤各层有机碳含量和碳贮量均以 0 P 50(; 层最高，其次为 50 P 30(;
层，含量最低的为 30 P /0(; 层。杉木林地土壤有机碳总量为 86& 1/"C·!; @5，其中 0 P 50(; 层土壤碳贮量为

35& 05 "C·!; @5，占林地土壤碳贮量的 37& 12 ，分别为 50 P 30(; 层和 30 P /0(; 层的 1& 69 倍和 5& 15 倍。毛竹

林地土壤有机碳总量为 168& 74"C·!; @5，其中 0 P 50(; 层土壤碳贮量为 7/& 81 "C·!; @5，占林地土壤碳贮量的

30& 92 ，分别为 50 P 30(; 层和 30 P /0(; 层的 1& 05 倍和 5& 11 倍。这可能与上层土壤较下层土壤的生物归还

量大，有机碳多积累在上层土壤有关。毛竹林地每年垦翻的经营措施，也就造成毛竹林地上两层土壤容重和

碳贮量相差不大。

8& 8" 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主要组分碳贮量

由表 3 知，17 年生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中碳贮量为 170& 18"C·!; @5，其中土壤层最大，为 86& 1/ "C·!; @5，

占总贮量的 /5& 062 ，其次为乔木层，占总贮量的 63& 882 ，再者就是凋落物层 （5& 592 ）和林下植被层

9845 Q 生Q 态Q 学Q 报Q Q Q 54 卷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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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地上与地下部份（凋落物和土壤层）碳贮量之比为 3：3& 4/。毛竹林生态系统碳贮量为 355& 67 "8·
!9 :;，也是土壤层碳贮量最大，为 36<& =< "8·!9 :;，占 46& <;2，其次是乔木层为 ;=& =< "8·!9 :;，占 3=& 642，

林下植被和凋落物层分别为 /& 56 "8·!9 :;和 /& =6 "8·!9 :;，分别占 /& 642 和 /& 6;2，地上与地下碳贮量之

比为 3：=& 67，说明林地碳贮量是一个极大的碳贮量库。

表 !" 土壤层中的有机碳含量与碳贮量

#$%&’ !" ($)%*+ ,*+,’+-)$-.*+ $+/ ,$)%*+ 0-*)$1’ .+ 0*.&
林分 >)?’@"

土层深度

A),* B’#"!
（(9）

杉木 8!,.’@’ C,?
容重

D’.@,"E
（+·(9 :;）

碳含量

8).(’."?-",).
（2 ）

碳贮量

A")?-+’
（"8·!9 :; ）

比例

F’?(’."-+’
（2 ）

毛竹 G)@) H-9H))
容重

D’.@,"E
（+·(9 :;）

碳含量

8).(’."?-",).
（2 ）

碳贮量

A")?-+’
（"8·!9 :; ）

比例

F’?(’."-+’
（2 ）

/ I ;/ 3& ;34 J /& /=3 3& 15= J /& /44 7;& /; J 3& 6; 7=& 3 J 3& 73 3& 3</ J /& /5 ;& 6</ J /& 3/7 =5& <3 J 7& ;7 7/& 4 J 6& /7
;/ I 7/ 3& ;=6 J /& 363 3& ;7= J /& 35; 63& // J 7& 14 66& 6 J =& 37 3& 3<= J /& /=1 ;& 66/ J /& 314 ==& 13 J 5& 5= 6<& < J 7& 11
7/ I 5/ 3& 653 J /& /3; /& 175 J /& /;< ;/& 37 J /& 11 ;3& 5 J /& 4; 3& 767 J /& /4; /& <7/ J /& 3<3 ;5& <1 J 5& 3/ 3<& 6 J 7& 61
合计 K)"-* <6& 35 3// 36<& =< 3//

表 2" 毛竹、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各组分碳贮量（"8·!9 :;，2 ）

#$%&’ 2" ($)%*+ 0-*)$1’ .+ ’$,3 ,*45*+’+- *6 ’,*070-’4 *6 8*0* %$4%** $+/ (3.+’0’ 6.) 5&$+-$-.*+

林分

>)?’@"
乔木层

K?’’ *-E’?
林下植被层

L.B’?@")?E
凋落物层

M,""’?
土壤层

A),*
合计

K)"-*

杉木 8!,.’@’ C,? =;& == J ;& 53 3& /= J /& /5 6& 76 J /& 34 <6& 35 J 7& 3/ 3=/& 3<
（67& << J ;& 66） （/& 1/ J /& /=） （;& ;4 J /& 35） （5;& /6 J ;& 16） （3//）

毛竹 G)@) H-9H)) ;=& =< J 6& 41 /& 56 J /& /5 /& =6 J /& /6 36<& =< J 3;& 41 355& 67
（3=& 64 J 3& 5/） （/& 64 J /& /=） （/& 6; J /& /6） （46& <; J 1& 17） （3//）

N N ! 括号内数字为百分数 D-"- ,. "!’ H?-(O’" ?’#?’@’." #’?(’."-+’（2 ）

!& 2" 植被层碳素年固定量的推算

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确定系统同化 8P; 的能力。由表 7 和表 = 可知，3= 年

生杉木人工林植被层贮存碳总量为 =1& /6"·!9 :;，相当于同化 8P;的量为 ;/<& 33"8P;·!9 :;，年固定有机碳量

为 1& 31 "8·!9 :;·- :3，相当于每年同化 8P; 的量为 ;5& ;< "8P;·!9 :;·- :3。毛竹林植被层碳贮量为 ;5& 1=

"·!9 :;，只占杉木林的 75& 1<2 ，但是，毛竹林年固定有机碳量为 <& <7 "8·!9 :;·- :3，相当于年同化 8P; 量

650 77 "8P;·!9 :;·- :3，是杉木林的 3& 6< 倍。

2" 结论与讨论

3= 年生杉木各器官碳含量在 71& 3=2 I =/& 4;2 之间，不同器官碳含量高低依次为树干、树叶、树皮、树

枝、树根；毛竹不同器官碳含量波动在 77& =32 I 7<& <32，各器官碳含量高低依次为竹鞭、竹枝、竹叶、竹干、

竹蔸、竹根，毛竹不同器官的碳含量没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

表 9" 毛竹、杉木人工林中碳素年净固定量

#$%&’ 9" #3’ $++:$& ,$)%*+ 0-*)$1’ .+ 8*0* %$4%** $+/ (3.+’0’ 6.) 5&$+-$-.*+

林分

>)?’@"
层次

M-E’?

年净生产量

Q..R-* .’" #?)BR(",).
（"·!9 :;·- : 3）

年固定碳量

Q..R-* .’" (-?H).
-((R9R*-",).（"8·!9 :;·- : 3）

折合 8P; 量

Q..R-* .’" 8P;

-((R9R*-",).（"8P;·!9 :;·- : 3 ）

杉木 8!,.’@’ C,? 乔木层 K?’’ *-E’? 5& << J /& ;1 6& 74 J /& 36 3;& 1< J /& 71
凋落物 M,""’? 6& <7 J /& ;5 3& 4= J /& 3; 5& 1< J /& 77
林下植被 L.B’?@")?E 6& 56 J /& ;= 3& 46 J /& 36 5& 13 J /& 71
合计 K)"-* 36& /5 1& 31 ;5& ;<

毛竹 G)@) H-9H)) 乔木层 K?’’ *-E’? 31& 54 J /& 4/ 4& ;< J /& 64 6/& 6< J 3& 64
凋落物 M,""’? ;& =4 J /& 37 3& /; J /& /5 6& 16 J /& ;
林下植被 L.B’?@")?E 3& =/ J /& /1 /& 56 J /& /6 ;& 6; J /& 3;
合计 K)"-* ;3& 15 <& <7 6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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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毛竹林地土壤 / 个层次（01(2 深）碳含量为 1& 3405 6 7& /815，各层次碳含量分布不均，表层（1 6
71(2）土壤碳含量和碳贮量最高，可见防止地表水土流失，可有效保持土壤对碳的吸存能力。杉木、毛竹林地

土壤有机碳贮量分别为 8/& 90 ":·!2 ;7 和 9/8& <8 ":·!2 ;7，分别占整个生态系统碳贮量的 07& 1/5 和

=/> 875，说明林地碳贮量是一个极大的碳贮量库。但是，林地土壤中的有机碳贮量主要分布在土壤表层，而

人类的各种经营活动也主要作用于土壤表层，尤其是毛竹林地每年都进行垦翻的经营措施将对土壤中的有机

碳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往往决定了森林土壤中的碳库的源 $ 汇功能。据 ?’"%,*’@ 关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

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碳库影响的研究，1 6 41(2 所贮存的有机碳占 1 6 911(2 总量的比例为 /<5 6 =15，平均

为 <35，本研究区杉木和毛竹林地 1 6 41(2 土层所贮存有机碳量的比重分别为 3=& <5 和 =1& 35，略高于其

它地区，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该地区人工林土壤较脆弱，人为干扰容易造成土壤有机碳损失［97］。因此，

减少人为对森林的干扰活动，加强对森林植被的保护以维持和增加土壤碳贮量，对维护全球气候变化，特别

是减缓大气 :A7浓度上升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土壤中有机碳除由植物地上部分枯枝落叶输入外，还由

植物根系分泌和凋落输入土壤中，其中根系分泌与凋落而释放出的有机碳也是土壤碳的重要来源之一［9=］。

廖利平等对会同 9/ 年生杉木林的研究表明［98］：根系的凋落物量为 483B+·!2 ;7，为枯枝落叶量的 /0& =5，有

机碳含量为 <7<& 4 +·B+ ;9，可见根系分泌和凋落对土壤中有机碳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

杉木、毛竹林生态系统有机碳贮量分别为 9<1& 98 ":·!2 ;7和 900& /4 ":·!2 ;7，生态系统碳贮量空间分布

格局基本一致，土壤层是主要部分，其次为乔木层，林下植被层和凋落层所占比例最小。其中，杉木人工林土

壤层有机碳贮量占 07& 1/5，乔木层占 /4& 885，林下植被和凋落物层分别占 1& 315和 7& 7=5；毛竹林土壤层

有机碳贮量占 =/& 875，乔木层占 9<& /=5，林下植被和凋落物层分别占 1& /=5 和 1& /75；另外，植被碳贮量

主要受植被生物量的影响，乔木层中的碳贮量又以树干占的比例最大，杉木和毛竹林树干碳贮量分别为

/1> 1< ":·!2 ;7和 97& 73 ":·!2 ;7，占植被层碳贮量的 <7& <35 和 /<& ==5；分布在树枝、树叶和树根中的碳贮

量分别占 /8& /<5和 48& 385。毛竹林植被碳贮量要比杉木林低，但在采伐时，毛竹带走的主要是竹秆、竹枝

和竹叶部份，占植被层碳贮量的 <=& 995，当然竹叶有一部分在林地中分解，归还土壤，但是总体上毛竹采伐

带走的有机碳量要比杉木林高。

9< 年生杉木人工林植被层贮存碳总量为 <3& 1/ ":·!2 ;7，相当于同化 :A7的量为 718& 99":A7·!2 ;7，年固

定有机碳量为 3& 93 ":·!2 ;7·- ;9，相当于每年同化 :A7的量为 70& 78 ":A7·!2 ;7·- ;9。毛竹林植被层碳贮量为

70& 3< ":·!2 ;7，只占杉木林的 40& 385，但是，毛竹林的年固定有机碳量为 8& 84 ":·!2 ;7·- ;9，相当于年同化

:A7量 /0& 44 ":A7·!2 ;7·- ;9，是杉木林的 9& /8 倍，说明毛竹是一个固碳能力较强的树种，并且毛竹林通常是

采取择伐作业，不存在伐后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因此，适度的发展毛竹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要

强于杉木人工林。但是，由于毛竹轮伐期短，并且集约经营程度一般要高于杉木人工林，尤其是毛竹林连年翻

耕、去除林下灌木、杂草、施用化肥等经营措施，导致土壤有机质矿化加剧，林地土壤养分归还量减少、地力衰

退等现象，因此，对于增加毛竹林生态系统有机碳贮量的合理经营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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